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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現代幼兒家長不能堅持的教養
【放手＆溺愛】



動 機

◦園所老師們共同的心聲：

「年輕的爸媽們在剛把孩子送在幼兒園就讀時，總不能好好的放手，

讓老師調整孩子的一些規矩、生活能力及分離焦慮!」

父母關心

老師束手無策



◦您對孩子的教養，與您的期望是否成正比?

◦您的小時經歷，您現在與孩子的相處是否相對應?

◦您孩子童年記憶裡的父母，是什麼模樣?

◦您無法預設老師電訪時說明孩子的在園表現是如何?



教養

方式

民主型

權威型不一致

型

忽視型

溺愛型

‧放任
‧過度保護

 審視自己與孩子的互動方式

 了解對孩子可能的影響

傾向哪種類型的教養型態、互動方式，
以期真正發揮正面的教養效益。

多數父母親的教養類型會合併兩種以上。



現

代

教

養

問

題

幼兒飲食規矩

幼兒團體適應

幼兒情緒的制約三
面
觀



幼兒飲食規矩

跑來跑去

沒定性

吃飯一定要

配電視

對食物

挑三揀四

自己的主見

特別多

在家X

上學後V??

玩具收好

才能吃飯

分量可以

稍做選擇

一起

洗手吃飯

堅持

不想吃

團體生活，老師堅持

承擔餓一頓的後果

但要負責吃完

沒
有
例
外



相較於有些年輕爸媽的做法..

「不想吃正餐就不要吃，牛奶點心就多給點！」

「挑食的食物，我就少煮點，以免麻煩！」、

「不坐在餐桌前吃飯就算了，至少肯吃就好！」、

跑來跑去，邊罵但是又邊餵！

這些充滿妥協的教養，容易造成日後的壞習慣，

是一種隱形的溺愛。



幼兒團體適應

◦剛進幼兒園時，每個孩子狀況大不同。

◦有經驗的老師，會適度的引導爸媽堅持

「可以陪伴，但每天都要讓孩子來！」

「跟爸媽要有適度的分離練習，並學會說byebye」

「適當讓孩子加入團體的遊戲，而不是完全照自己方式玩」。

中班孩子在團體受刺激，
發展模仿與社交能力。



◦最擔心爸媽的教養是：當孩子排斥上學時，

「沒關係，我們換一間！」

「今天不想去，那就請假幾天不要去！」

「不喜歡在學校睡睡袋，那念半天回家睡！」

這些充滿讓步的教養，容易讓孩子變成予取予求，也是一種隱形的溺愛。



幼兒情緒制約

可是，您下次會不會帶他出來呢？如果會的話，那不就自己壞了教養原則？



影片：小弟爆笑阻止媽媽處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4qrVw0LnUE

◦聰明的ＥＱ教育應該是，

如果孩子亂用情緒來制約爸媽，應該堅持

「依照自己與孩子訂過的家規做懲罰！」

「沒有商量的餘地，不是哭鬧就有！」

「孩子可以有情緒，但也要講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4qrVw0LnUE


◦容易讓孩子混淆

沒有一定規則的教養，容易讓孩子變成小霸王，也是一種隱形的溺愛。

◦怕孩子的情緒行為而先行賄賂。

你今天不哭，
我就給你平常不能吃的糖！

(但總有許多最後一次。)

「你不要哭，我就給你買玩具！」
「這次不處罰，但下次不可以了！」

不經意的話語



導向

堅持

心理層次溺愛

◦ 彈性過大

◦ 不能堅持

◦ 逾矩的行為

◦ 依賴無法獨立

◦ 做事沒有規則及標準



親職角色

不受時代更迭影響 和家庭息息相關

普世價值
世代特有

讓「父母難為」的挑戰性來自..



本來不簡單的人生

「迷戀快樂」的文化現象，
要人們保持愉悅，充滿正能量。

社群媒體渲染堆疊的假象，
精心設計而順心遂意的模樣。

身為父母就是其中一個困難任務

我們可以做點什麼讓人生變得輕鬆一點。



讓教養變得更難

你的生活境況可能..

幸福美滿

單親爸媽

失業

工作狀況不穩定

經濟拮据

無家可歸

有癮症

暴力傾向

痛失所愛

必須照顧年邁

身心狀況

撫養有特殊需求的孩子

親友關係緊張



讓教養變得更難

你的童年經歷充滿..

癮症

失喪

虐待忽略

暴力



您可能不自知的

1. 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焦慮症、憂鬱症、癮症或慢性病，

無法依自己期待的方式來教養孩子。

2. 兒時所知家庭運作模式，和父母行為產生的潛移默化影響。

3. 原生家庭是持續不斷的壓力源，

父母和家庭成員無法提供有用的支持與協助。



孩子的童年記憶裡的父母

父母陪伴少 — 精力全部投入工作

爺爺奶奶帶 — 隔代過於親



您的孩子是否存在以下問題？

沒人教、沒必要教、家長也不會

缺少生活常識 過度溺愛 依賴電子產品



您的孩子是否存在以下問題？

◦玩伴少不合群 — 沒有固定玩伴，出現自我孤立。

◦缺乏獨立與自信 — 很少出門，長期的封閉伴隨成長。

◦戶外運動過少 — 家長不想帶、孩子自己不想去。



社會普遍存在的一種現象，莫有「你看，大家情況都這樣」的想法。

「育」關鍵在於家庭。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baby/vexym4a.htm

教

育

學校教知識、教技能。

https://kknews.cc/baby/vexym4a.htm


孩子的入園焦慮？

→新鮮的事物分散注意力

「無意識適應性學習期」大自然賦予小生命生存本領的時期。

跟小朋友們一起玩、玩具吸引、老師哄



家長的分離焦慮>孩子

孩子總要接觸社會、與別人交流，會過集體生活，去幼兒園是必經之路。

認為孩子還小，很難適應新的環境..

→產生了太多的憂慮和不放心。



孩子入園提前做準備

◦熟悉環境、跟幼兒園老師接觸→讓孩子產生進幼兒園很好玩的想法。

◦實事求是，不要誇大→以免孩子入園後產生心理落差。



平時鍛鍊孩子的自理能力

培養孩子的安全感

團體生活需要統一的作息時間
按照幼兒園的作息時間安排孩子的生活

3歲

自己穿衣服、上廁所、用杯子喝水

在家 幼兒園前



家長要學會「放手」

◦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baby/34vynjo.html

客廳桌椅隔出一個獨立的空間，

在視線中感覺不到成人注視。

出去結識新的夥伴，

讓孩子開始自己的社交。

減輕對成人的依戀感，

利於孩子克服入園焦慮。

讓孩子適應沒有父母陪在身邊的生活

https://kknews.cc/baby/34vynjo.html


給予孩子最重要的支持

放手與同理

三歲正進入對同儕的需求期，此時開始團體生活。
給孩子正向的鼓勵，讓孩子知道因為他長大了。

情緒的支持與同理



繪本故事~掌心的秘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LTEMF3Iek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LTEMF3Iekc



